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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：

熠熠生辉的江南文化明珠
王 炜

江苏省宜兴市是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，陶瓷

文化源远流长，远在 7000 多年前，先民便在这里开始

烧制陶器，丁蜀镇等地发掘出商周时期的古陶器皿

及残片，骆驼墩遗址、宜兴窑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

保护单位。紫砂、精陶、均陶、青瓷、美彩陶被誉为宜

兴陶瓷“五朵金花”，特别是宜兴紫砂壶，以其独特的

泥质、造型和古朴自然的美感名扬海内外。明代供

春的供春壶、时大彬的三足如意壶、项圣思的圣陶杯

均为国家一级文物，分别珍藏于国家博物馆、南京博

物院和无锡博物院等。丁蜀镇前墅村的明代龙窑是

国内唯一迄今仍在使用的古龙窑。宜兴陶器既实用

又具观赏价值，紫砂作品在国际、国内屡屡获奖，一

些作品还是国际交往的礼物。目前，宜兴有中国工

艺美术大师 10 人、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16 人、江苏省

工艺美术大师 37 人、江苏省陶瓷艺术大师 30 人。宜

兴 获 评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生 产 性 保 护 示 范 基

地、江苏省传统工艺美术特色产业基地等。

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是国家最早成立的陶瓷博

物馆，并于 2013 年 11 月正式获批成立中国紫砂博物

馆，成为宜兴第一座“国字号”博物馆。目前，该馆已

成为我国影响力和规模较大，集展示、研究、传播、保

护和陶艺交流于一体的专业陶瓷博物馆，在海内外

享有较高的声誉。馆内丰富的藏品，充分展示了宜

兴悠久的制陶历史和灿烂的陶瓷文化，汉代的陶器、

两晋的青瓷、宋元的均陶、明清的紫砂，以及当代的

彩釉陶、美术陶、精陶等，充分展示了陶都宜兴的风

采。近年来，该馆多次承办国内外大型活动，接待了

大批重要宾客和近百万中外游客。2011 年，该馆划

归宜兴市文化部门管理。本着承载历史、传承文明、

展示艺术、弘扬文化的宗旨，宜兴陶瓷博物馆经历了

建馆近 50 年来规模最大的装饰改造，展区面貌现已

焕然一新，硬件不断完善、服务不断提升、展陈品不

断丰富，真正成为宜兴陶瓷文化的核心承载与神圣

殿堂。宜兴市充分发挥陶博馆陶瓷文化展示平台、

文化产业促进平台的功能作用，大力整合各方资源，

积极申报陶瓷文化产业园，有力地促进了宜兴文化

创意产业发展。

硬件扩容改造，营建优美环境

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隶属于宜兴市文化广电新

闻出版局，最早是江苏省宜兴陶瓷公司在丁蜀镇设

立的陶瓷产品陈列室，主要为产品销售服务，同时接

待国内外来宾参观。1991 年扩建陶瓷陈列馆，并更名

为“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”，成为宜兴历史上第一个博

物馆。馆区依山而筑、气势宏伟，占地面积 4 万多平方

米，展馆面积近 4000 平方米。馆区设置“古代陶瓷馆”

“名人名作馆”“世界陶瓷馆”“五朵金花馆”4 个展馆，

17 个展厅以及 2 个多功能厅，还配套设置有 48 个陶艺

工作室，以及陶艺交流中心、游客服务中心。馆内藏

品数量近万件，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9 件、二级文物 41

件、三级文物 57 件。常年展示 2000 余件（套）藏品，涵

盖距今 7000 多年的夹砂古陶器、商周时期的原始青

瓷、战国时期的印纹陶、汉代的釉陶、两晋的青瓷、宋

元的均陶、明清的紫砂、当代的美彩陶、国内其他陶

瓷产区的代表作品，以及 30 多个国家、地区的现代陶

艺作品，均具有较高的历史、文化及艺术价值。

2010 年，宜兴市财政投入 1500 万元对宜兴陶博

馆前区陶文化广场及配套设施进行改造；2013 年又

投入 1400 万元新建藏品库房综合大楼；今年，还将投

入 400 多万元新建顾景舟艺术馆，集中展示顾景舟大

师经典作品、手稿、影像资料等，缅怀他对宜兴紫砂

陶制作技艺所作的杰出贡献，为开展顾景舟大师诞

辰 100 周年纪念活动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下一步

计划依照陶博馆功能完善、长效发展的需要，继续争

取 政 府 优 先 扶 持 和 财 政 投 入 ，开 发 利 用 占 地 面 积

7000 多平方米的后区资产，建造龙窑模型，修复原有

厂房设备，通过实物、文字、图片、场景等形式，展示

宜 兴 紫 砂 陶 烧 制 历 史 ；建 立 公 益 性 的“ 陶 艺 体 验 工

场”，让游客在轻松愉悦的制陶过程中，感受紫砂文

化的博大精深；扩充展厅面积，使其具备承办大型陶

艺活动的能力；引进语音导览系统和新的展陈手段，

提升讲解服务水平和展陈效果；对馆区整体绿化作

进一步整治和优化，营造更具人文关怀的观赏环境。

软件提档升级，促进功能发挥

今年，为更好地提升展陈服务、逐步向数字化博

物馆的发展模式过渡，宜兴陶博馆在上级部门的支

持下，成功推出语音导览系统，改变了此前讲解员仅

靠扩音器讲解的单一模式，极大丰富了讲解形式和

内容，提升了观众的参观感受和满意度。新建的藏

品库房综合大楼投入使用，一体化的库房设备设施

建 设 完 成 ，为 该 馆 的 数 据 化 管 理 提 供 了 有 力 支 撑 。

目 前 ，该 馆 着 手 制 定 前 瞻 性 、体 系 化 的 长 远 收 藏 规

划，完善征集程序，开拓收藏渠道，加强实物载体和

资料载体的收藏，做好社会收藏群体的联系和服务

工作，鼓励其捐赠藏品或委托该馆科学保管利用；加

强藏品登记、建档和安全管理，采用信息技术，有序

开展可移动文物普查和修复工作；积极推进藏品数

据库建设，做好管理软件和信息摄入设施的建设工

作，并逐步建立完善科学有效的操作规范。

2014 年 7 月，由中国紫砂博物馆、中国宜兴陶瓷

博物馆与南京师范大学共同参与的宜兴陶瓷“口述

历史”工程在宜兴陶瓷博物馆正式启动，计划用 4 到

5 年时间，通过抢救性方式摄像记录龙窑遗迹、烧成

技 艺、烧 成 民 俗 ，采 访 陶 艺 名 家、当 地 学 者 ，撰 写 论

文、编写专著，以记录陶瓷发展历史，保证宜兴陶瓷

文化的传承。按照“统筹规划、分步实施”的原则，重

点做好文本资料、图片资料、影像资料的收集整理工

作。到 2014 年年底，已收集整理了论文、书籍等文本

资料近 300 本，陶艺活动、历史作品照片等图片资料

近 1100 张 ，紫 砂 、均 陶 制 作 技 艺 等 影 像 资 料 近 130

集。今年，该馆将广泛开展与东南大学、江苏省陶瓷

工业设计学会等大专院校、科研单位的合作交流，加

强影像资料收集工作，精心组织开展后期制作等，为

紫 砂 陶 制 作 技 艺 申 报 世 界 非 遗 提 供 鲜 活 的 历 史 资

料。同时，在“口述历史”整体框架下，2015 年将依托

陶瓷文化研究院这一平台，计划开展“宜兴窑系的历

史 地 位 和 现 实 意 义 ”专 题 科 研 项 目 ，从 宏 观 角 度 出

发，抓住宜兴陶瓷文化最本质的部分。

成功申报中国紫砂博物馆

“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”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

遗产，是宜兴乃至江苏全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一

张重要名片。为了扩大宜兴紫砂文化品牌效应，传

播优秀传统文化，宜兴陶博馆开展申报中国紫砂博

物馆的相关工作，并于 2014 年 1 月挂牌成立，产生了

巨大的社会效应。中国工艺美术协会考评组对宜兴

陶瓷博物馆的现有条件、基本功能、发展规划等给予

了好评。宜兴市市长张立军表示，这不仅是宜兴陶

博馆自身发展的重大机遇，也为宜兴提升紫砂技艺、

展示陶瓷文化提供了更高平台。

在申报期间，宜兴市文广新局及宜兴陶博馆攻

坚克难，全力应对投资额大、涉及面广、申报周期长

等 局 面 ，组 织 对 馆 前 区 陶 文 化 广 场 进 行 全 面 改 造 ，

2013 年推动创建 4A 级旅游景区，在馆中区新建藏品

库房综合大楼，对馆内软硬件设施等进行全面提升，

涉及整改面积达 1.8 万平方米。前期准备落实到位

后 ，宜 兴 市 于 2013 年 3 月 提 出 申 报“ 中 国 紫 砂 博 物

馆 ”申 请 ，经 过 7 个 多 月 对 照 申 报 要 求 不 断 查 漏 补

缺，对申报材料不断完善修改，经中国工艺美术协会

以及全国博物馆行业专家组实地考评，于 2013 年 11

月正式获准成立中国紫砂博物馆。截至目前，该馆

共收到无偿捐赠的陶艺作品近 700 件，其中国家级工

艺美术大师作品近 20 件、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以上作

品 50 余件、工艺美术师以上作品 400 余件。

宜兴市文广新局局长许夕华表示，中国紫砂博

物馆的成立，带动了一系列紫砂交流展示活动的蓬

勃开展。在纪念紫砂大师顾景舟诞辰 100 周年期间，

该馆将举办“顾景舟紫砂艺术馆”开馆仪式，并积极

承办“百年景舟——宜兴紫砂艺术大展”及“百年景

舟 与 宜 兴 紫 砂 ”论 坛 。 同 时 ，充 分 发 挥 陶 博 馆 的 引

领、辐射、带动作用，加强与陶瓷行业协会的合作，积

极参与协办“中国宜兴国际陶瓷文化艺术节”“陶都

风——中国宜兴陶瓷艺术巡展”等活动，把宜兴紫砂

文化更好地传播出去。

加强学术研究，深化两岸交流

在 宜 兴 市 委 、市 政 府 的 关 心 支 持 下 ，2012 年 12

月，宜兴陶博馆成立了宜兴市陶瓷（紫砂）文化研究

院，宗旨是积极开展陶瓷文化研究工作，打造专业研

究的一方净土、一席高地、一支标杆。在宜兴陶瓷博

物馆建馆 30 周年庆典活动中，研究院聘请了张守智、

杨永善等 8 名高校知名学者为特约顾问。2013 年，研

究院编辑出版了《中国紫砂——宜兴陶瓷博物馆馆

藏精品图录》、《宜兴陶瓷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大事

记》及《陶艺名家捐赠作品精品展图鉴》；联合台湾 5

所大学及大陆十几所高校，主办了“海峡两岸紫砂创

新设计文化交流研讨会”；与中国茶流通协会合作，

开展了“紫砂赏析教室联盟”战略项目；并在江苏省

内外专刊上发表了数篇专业论文。凭借研究院这一

平台，该馆图书出版、理论研究、战略合作等项目正

在不断加强。

宜兴紫砂在港澳台地区的广泛影响由来已久。

上世纪 90 年代，顾景舟、徐秀棠、徐汉棠等工艺大师

到访台湾，在台湾民间掀起了“紫砂热”。紫砂文化

历史悠久，紫砂艺术独树一帜，深受台湾民众喜爱。

近年来，宜兴陶瓷博物馆充分发挥宜兴独特的文化

资源优势，以紫砂文化为纽带，积极与台湾地区进行

文化交流活动，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，推动苏台两地

合 作 共 赢 和 两 岸 关 系 和 平 发 展 作 出 了 积 极 贡 献 。

2014 年 8 月，经中央台办批准，在宜兴陶瓷博物馆设

立海峡两岸紫砂文化交流基地，这是江苏省继南京

中 山 陵 之 后 ，获 准 设 立 的 又 一 个 海 峡 两 岸 交 流 基

地。基地将进一步整合优势资源，突出宜兴资源、文

化特色，规划交流项目，重点做好“一节、二展、三中

心”工作，即举办中国宜兴国际陶瓷文化艺术节；每

年在台湾举办两次宜兴紫砂艺术展；成立陶瓷展览

中心（涵盖宜兴陶瓷博物馆、陶都陶瓷城、古龙窑、大

师工作室等），陶瓷工业产业中心（以陶瓷产业园为

基础，建立宜台两地陶瓷产学研售中心）和两岸陶瓷

交流中心（开展宜兴丁蜀镇与台湾莺歌镇结对交流、

两岸素食文化交流等活动），不断拓宽、深化两地交

流交往。

基地建成后，宜兴陶博馆积极发挥特色性与优

势性资源，通过举办系列“海峡两岸传统文化可持续

发展论坛”“三阳和谐·善 美 陶 都 陶 艺 精 品 展 ”等 大

型 活 动 ，突 出 宜 兴 特 色 ，打 造 具 有 独 特 魅 力 的 民 族

文 化 品 牌 ，促 进 两 岸 文 化 交 流 。 今 年 ，该 馆 将 围 绕

“联 合 陶 博 馆、市 陶 协、紫 砂 艺 人 等 资 源 ，建 立 两 岸

陶 瓷 交 流 中 心 ”的 工 作 目 标 ，推 进 陶 博 馆 与 莺 歌 博

物馆的结对交流、巡展互动；联合两岸高校举办“教

育 部 第 六 届 海 峡 两 岸 传 统 文 化 可 持 续 发 展 论 坛 ”，

逐 步 形 成 基 地 固 定 交 流 项 目 ；借 助 宜 兴 市 陶 瓷（紫

砂）文 化 研 究 院 已 聘 请 的 台 湾 专 家 学 者 ，尝 试 开 展

深 层 次 、宽 范 围 的 学 术 研 讨 活 动 ，开 创 两 岸 陶 瓷 文

化交流新局面。

宜兴是陶的古都，宜兴陶瓷博物馆是陶瓷艺术

的殿堂。在这里，能感受到历代陶瓷发展的伟大成

果和艺术光辉，体现各个历史时期，尤其是改革开放

以来，陶瓷发展的艺术特色和民族风格，了解历代艺

人卓越的设计和创作方法，并得到借鉴和启发。近

年来，随着该馆软硬实力的不断提高，社会各界的广

泛关注，来馆参观的国内外游客与日俱增。中国宜

兴陶瓷博物馆、中国紫砂博物馆，逐渐成为中国江南

熠熠生辉的文化明珠。 “陶乐童年——陶文化寻访之旅”主题活动

美国陶艺家芭芭拉·布朗向宜兴陶瓷博物馆捐赠陶艺作品

宜兴陶瓷“口述历史”工程启动仪式举行

第三届中国宜兴国际陶瓷花盆艺术节

宜兴陶瓷博物馆建馆 30周年庆典

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主楼

中国紫砂博物馆举办展览


